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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铸币挺进云南 
秦汉时期，中央朝廷对云南的统治进一步巩固，云南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加强，秦汉中央王朝
铸币开始进入云南，成为云南货币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秦半两”和“汉半两”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扫灭群雄，建立了包括云南在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为统一币制，秦王朝铸“半
两钱”行天下。秦半两最轻的六厘米多，最重的二十公分以上，文字为右左读，小篆体钱缘廓。到目
前为止，云南境内没有发现秦半两钱币。但作为古代中外商贸通道之一的“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周秦
之际就已开通，从战国至两汉，中国丝绸和其他商品已经南方丝绸之路贩运到南亚次大陆和地中海沿
岸的西亚、欧洲、非洲地区，除易货往来外，金银、海贝、钱币都曾作为交换媒介。秦半两铸行时间
不长，加上连年战乱，存世的秦半两都不是很多，云南也没有发现实物，但可以肯定，“秦半两”在
秦王朝平定南疆的进程中，肯定会伴随戌边的将士进入云南，郡县设立之后，封疆官吏也会将“秦半
两”带入云南。 
汉承秦制，继续加强对云南的郡县统治。钱币的铸行，西汉前期继续秦制，仍是大额交易用黄金，小
额交易沿铸半两铜钱。汉初半两钱一开始就名不副实，实行减重，吕后两年（公元前186年）为八铢，
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为四铢，到汉武帝时又有减重，但都铸了“半两”铭文，只有大小的区别，
仍统称为“钱”。汉半两钱“半两”二字仍是右、左对读，书法文字介于小篆和隶书之间，边缘无
廓，流通时间长了，凸出的文字极易磨损。 
西汉初叶，云南境内商业贸易活跃，集市增多，与周边邻国的贸易也有所扩大。内地和四川的丝绸、
土布、还有“筇竹杖”等手工艺品沿南方丝绸之路销售到东南亚、南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晋宁、
昭通、大观、大理、丽江等地都发现汉代铁器。而缅甸的光珠、琥珀、蚌珠、翡翠，印度的轲虫，西
亚诸国的琉璃等也沿南方丝绸之路销售到云南和内地。 
商业贸易的往来和繁荣，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多，除了物物交换，民间交易小额用钱，大额用金银。汉
文帝即位，奉行“黄老政治”，与民休息，取消了惩治盗铸钱币的禁令，允许民间铸钱。 
这时期，西汉半两钱已进入云南滇东北、滇中地区流通使用。除了民间传世品外，滇东北、滇中地区
考古发掘已有汉代半两钱出土，数量虽然很少，但沿商路而至，在五尺道的昭通盐津等地、曲靖珠街
八塔台和滇池区域的晋宁石寨山都有出土，再往西行，大理、保山也有发现。汉半两钱基本上是伴随
西汉初年戎边将士，商人、官吏、屯田者、邮吏入滇的。当时，云南不铸钱，以贝币作交换媒介。就
云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商品交换的程度来看，仍是使用贝币为主，同时也开始使用商人、将士、
官吏带入的西汉半两钱。 
两汉“五铢钱”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汉王朝兵伐云南，置益州郡。较之以前，两汉时期云南社会生产
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进步，产品的增加，市场联系的密切，促进了云南商品交换的发展。两
汉时期南方丝绸之路商贸往来的繁荣，使云南在中原内地和周邻诸国商品交换中处于突出的位置，对
货币的需求也伴随而至。 
从考古发掘看，云南沿滇东北、滇中、滇西都有两汉五铢钱的踪迹，正好是“南方丝绸之路”沿线。
除了传世流通者外，滇中的江川、呈贡、晋宁、曲靖都有五铢钱出土，江川李家山古墓中出土西汉至
东汉的五铢钱共42枚，呈贡黄土山小松山古墓出土两汉五铢钱76枚，晋宁石寨山的古墓中出土西汉五
铢钱共240多枚。地处五尺道的曲靖，出土了西汉五铢钱200多枚。往北：在滇东北沿南方丝绸之路沿
线的盐津、彝良、鲁甸、大关也出土了两汉五铢钱；特别是地处交通枢纽的昭通象鼻岭、刘家海子、
大坪子等地共出土两汉时期铸行的五铢钱近3000枚；往西，在禄丰、大理、腾冲也发掘出两汉五铢钱
近2000枚。 
由滇东北到滇中、滇西到东南亚半岛国家，都有两汉五铢钱在流通。从盐津、大关、昭通、鲁甸、曲
靖，经昆明（呈贡、晋宁）、玉溪（江川）、楚雄（禄丰），到大理、保山（腾冲）、东南亚，两汉
五铢钱的流通范围从滇东北、滇中到滇西，基本上是商路沿线和商品交换比较发达的地区。 
两汉五铢钱在云南的流通，经历了一个由少渐多，由内渐外的发展过程。从数量上看，墓葬中早期发
掘的五铢钱数量很少，有的仅有几枚，散混于贝币之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逐渐增多到几十枚，
最后发展到随葬品中的贝币减少到几枚，五铢钱大量增加。这种情况表明：两汉五铢钱在云南流通经
历了一个由少渐多，由配角到主角的发展过程。从西汉中叶铸行五铢钱，最初云南民间仍是以贝币为
主，兼行西汉五铢；随后过渡为贝币和五铢钱同时占据流通市场，进而又发展到贝币让位于五铢钱。
到了东汉时期，战国以来作为云南社会商品交换媒介的贝币一统云南市场的局面开始被打破。这种情
况，与两汉时期云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商品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 
新莽钱币 
西汉末年，皇权旁落，王莽于公元九年篡汉自立，建立新朝。从公元七年摄政至公元十四年，王莽进
行过四次币制改革：废除五铢、铸行了几十种形状各一、大小不一的钱币，堪称中国古代铸币之最。
从居摄七年（公元七年）铸大泉五十方孔圆钱和“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两种“刀币”开始，
继而又铸行了六种“泉”币和十种“布”币，还有其他，名目繁多。新莽钱币换算复杂，别说一般百
姓，当朝官吏也稀里糊涂，苦不堪言，西汉五铢钱在民间仍在流通使用。 
这一时期，经过西汉中叶以来的开发，云南同内地以及周邻各国的商贸往来更为频繁，中原王朝的钱



币仍是云南商品交易的媒介之一。王莽币改，前后不到十年，但其铸行的钱币也由官吏、商人带入云
南流通领域。 
从地下出土情况看，沿商贸通道，在滇东北昭通的大观岔河，白泥井、象鼻岭等地，都出土过“大泉
五十”、“货泉”和“大布黄千”等新莽铸钱；滇中地区昆明滇池周围也有新莽钱币。往西到大理洱
海地区，也有“大泉五十”和“大布黄千”出土。这些出土的钱币，以“大泉五十”居多，“大布黄
千”次之，“货泉”最少。 
王莽币改之际，云南地区经历了西汉五铢钱的使用，金属货币已逐渐流通，因而王莽货币能够顺利进
入云南。王莽货币在云南的情况也和在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不是都能流通，而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主
要是“货泉”、“大泉五十”、“大布黄千”等品种。就新朝布币来讲，全国其他地方以货布为普
遍，而云南地区则多见大布黄千。这正好是云南地区的特殊性，实际上，新朝货币在云南的数量比以
前增加，流通地域也比以前更扩大了。 
中原货币挺进云南，打破了战国以来贝币一统云南交换媒介的局面，这是秦汉时期云南社会经济发展
的必然结果。王莽币改，昙花一现，在云南货币流通中的反映尤为明显，恰好证明了秦汉以来中央朝
廷铸币在云南所处地位的日益加强，也是云南作为中国大一统封建国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真实反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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